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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捕丰收庆“鱼”年

近期，受冷空气影响，气温大幅下
降，给蔬菜种植、生产、供应带来了严峻
挑战。为最大程度降低低温天气对蔬菜
产业的影响，我市各县区蔬菜管理服务
部门第一时间行动，积极组织农技专家
深入田间地头，入户入棚，指导农户提前
做好大棚防寒保温工作，确保大棚蔬菜
稳产保供。

“这几天天气降温幅度比较大，一定
要做好棚底的保温，还要做好水肥、病害
管理……”连日来，延长县蔬菜技术服务
中心技术员们走进延长县郭旗省级现代
农业示范园，细心察看蔬菜长势，以及棚
内的温度、湿度，并现场指导菜农提早做
好加固设施、增加覆膜等增温防寒措施。

“雨雪天气，一定要注意大棚的棚体
结构，仔细检查大棚保温膜，做好保温被
管理。可以通过在大棚入口、风口铺设
二膜，来提高棚内的温度，防止蔬菜皴
皮。当温度下降严重时，就要采用保温
块、加热炉来提高棚内温度。”技术员王
庭庭对蔬菜种植户王树勤仔细叮嘱道。

“每次天气一变化，我就发愁，今天
技术员过来给我们指导了应对措施，还
讲解了一些设施蔬菜管护知识，我的一
颗心也放回了肚子。”该县丁旗村蔬菜种
植户王树勤说道。

延长县蔬菜技术服务中心副主任康
少峰表示，他们将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加
强对种棚户技术跟踪指导服务，帮助他
们科学应对雨雪极端天气，保障全县瓜

菜正常生产，确保菜篮子产品稳定供应。
在延川县关庄镇十甲村，该县蔬菜

生产管理办公室技术人员查看了大棚蔬
菜生长情况。他们指导农户如何加固棚

体，科学合理调控温度、湿度和光照，做好
增温保暖工作，确保设施作物正常生长，为
种植户丰产丰收“保驾护航”。

为防止降雪降温天气对大棚蔬菜生
产造成不利影响，该县蔬菜生产管理办
公室积极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奔赴田间地
头，深入棚区现场，细致检查大棚结构，
指导农户加强防护措施，做好蔬菜防冻
保温工作。

“我的辣椒刚栽上，技术人员前段时间
专门给我们开了冬季蔬菜技术培训会。天
气预报最近会降温、有雨雪，县蔬菜生产管
理办公室人员提前给我打招呼。这几天又
专门上门，查看我的大棚有没有受损，还督
促我给大棚换厚棉被，预防苗子受冻减产。”
十甲村村民刘龙龙说，正是有了专业人员的
指导，他的大棚防护措施做得比较好。

通过多方面努力，此次雨雪降温天气对
大棚内作物影响较小，棚区内种植的水果、蔬
菜长势良好，产量和品质得到了有效保证。

“下一步，我们将根据天气变化情况，
积极做好防冻保温物资储备和及时发放工
作。同时，我们将在关庄川、文安驿川和永
坪川跟进技术指导和全县的天气预报预
警，确保全县的设施大棚在冬季不受灾、不
减产。”延川县蔬菜生产管理办公室副主任
刘春说。

农技专家入棚支招 全力守护百姓菜篮
记者 白雪 李欢 通讯员 呼未龙 杨澍

本报讯（记者 刘婧 通讯员 胡黄忠 李梦楠）
近日，黄龙县渔业休闲小镇大水面养殖区迎来了一场
热闹非凡的拉网收鱼活动。村民们分工明确，拉网、
分拣、装筐，忙碌的身影穿梭在鱼塘，将一筐筐肥美的
鱼儿运送上岸，好一个庆“鱼”年的丰收景象。

黄龙县渔业休闲小镇是国家级健康养殖和水产
养殖示范区，共有1.4万平方米的工厂化养殖区和150
亩的池塘养殖区。本次捕捞的鱼属于池塘养殖区，该
养殖区共有9口塘，今年主要养殖叉尾鮰，黄辣丁和红
罗非3类鱼。

“这两天，我们组织了村里的捕捞队，对外塘进行
捕捞。这茬鱼销往西安的水产市场，客商来了以后，
对我们的鱼非常满意。”石堡镇梁家河村村民赵立忠
开心地说，这个鱼塘里养的是叉尾鮰，大概有14亩，能
出3万多斤鱼，这是今年最后一塘鱼，圆满收工后就可
以将一年的喜悦装进钱包了。

石堡镇党委副书记陈启斌介绍，今年他们镇在室
外大水面养殖区域共养殖了 3类鱼，整体效益不错。
下一步，他们计划引进其他新的品种，同时在工厂化
养殖区域引进智能化设备，进一步提高养殖效益，做
活“水文章”，为当地群众生产转型、增收致富提供了
行之有效的渠道。

本报讯（记者 王静 通讯员 班彩彩）近期，走
进宝塔区临镇镇，大大小小的果园内人头攒动、机械
轰鸣，果农们正忙着锯掉树干、挖除老旧树体，老旧果
园改造工作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我的6亩果树栽得早，品种不行，果树老化、腐烂
病严重，收益严重下降，这次我准备趁政府推广的机
会，改栽矮化密植响富果树。这个新品种的好处是早
结果、好管理。”正在果园里忙活的任家塬村寨子塬果
农潘郭平对新品种果树充满信心。

苹果产业是临镇镇的支柱产业，近年来，由于部
分果树品种老旧、树龄老化，导致果品品质下降，挂果
率低，费时费力又收益不高，成为制约果品产业发展
的瓶颈，严重影响果农收入。为了让老旧果园焕发新
的生机，该镇积极推进老旧果园升级改造工作，加速
果树品种更新换代步伐，确保苹果产业的长期可持续
发展。

任家塬村果农刘佰生就是老旧果园改造后的受
益者。他今年的苹果果实饱满、个头匀称，硕大诱
人。“每亩大概产 4000多斤苹果，响富果每斤 3.6元左
右，维纳斯黄金果则达到了7.1元每斤，这个价格我很
满意。”刘佰生说，“我是2019年改造的10亩矮化密植
果园，3年就挂上了果，第4年就达到了丰产。今年大
概能收入30多万元，收益大大提高了。”

现如今，在该镇任家塬、高家塬、吴太塬村等老果
园重茬更新改造相继取得成功，品种日趋换优，维纳
斯黄金、响富、福布拉斯、瑞雪等品种更为走俏、更符
合市场需求，为老果园改造提供了示范经验和改造样
板。

据该镇副镇长沙宝旭介绍，今年在临镇镇实施的
老旧果园改造项目采取村民申报、政府补助的方式开
展，政府1亩地补助500元，换新品种苗木也有具体补
助。今年新改造2900亩，全镇共涉总面积达到了4150
亩。

“下一步，临镇镇将在培育壮大特色产业上再突
破，持续开展苹果产业蓄势赋能行动，大力推广建设
矮砧密植园，加快新品种更新换代，激发苹果产业发
展活力，真正把苹果产业打造为助农增收和振兴乡村
的强劲引擎。”沙宝旭说。

老果园改造按下“加速键”

本报讯（记者 孙艳艳）近日，洛川县永乡镇北
贺苏村村民代表来到洛川县城市管理执法局，将一
面写有“帮扶之恩重如山 人民群众记心间”的锦
旗送到了该局局长解军锋的手中，以此感谢城管局
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助力乡村发展的行为。

今年 6月份，城市管理执法局工作人员在一次
进村开展工作时，了解到北贺苏村的出村路面坑洼
不平，雨天更是泥泞不堪，加之各种机械车辆常年
碾压，道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损坏，给当地群众出
行及农用机械的行驶带来极大不便。该局高度重
视、迅速行动，积极组织专业人员进行实地勘察，制
定详细的修路方案。为了不耽误村民们采收苹果，
施工队加班加点，驻村工作队积极配合，经过紧锣
密鼓的施工，新修的道路经过钩机的整平及碾压，
路面坚实耐用，宽度也足以满足农机车辆的通行需
求，使原本坑洼泥泞的“问题路”，变成了一条 4米宽
的“幸福路”。

“之前这条路坑洼不平，不仅给大家出行带来
很多不便，还导致苹果在运输途中出现不同程度的
损伤。现在路修好了，以后出行就方便了，大家伙
打心眼儿里高兴。”今年 82岁的村民李老汉说道。

洛川县城市管理执法局局长解军锋表示，他们
将继续关注乡村的发展需求，坚持把“小事”抓细、
把“大事”抓实，积极为乡村办实事、解难题，助力乡
村实现更美好的发展愿景。

修路造福暖民心
锦旗相赠表感激延安苹果

何以香飘空间站
记者 叶四青

“冰箱里的苹果不舍得吃——因
为苹果的香味可以充满整个空间
站。”

“神舟十二号飞船乘组回来之
后，建议新鲜苹果多带一些。神舟十
三号飞船比神州十二号飞船多带了
一些。”

“我们会给他们带一些苹果上
去，因为自从他们的水果吃完之后，
他们对水果的思念与日俱增。”

…………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10月30日，搭

载延安苹果的神舟十九号载人飞船圆
满发射成功，航天员心心念念的延安苹
果实现第 9次进太空，飘香空间站。延
安苹果为什么让人念念不忘？田间静
静站立的果树、水肥管理得宜的果园、
果农地头劳作的身影，或许已经给了回
答。香甜的延安苹果，值得所有人念念
不忘。

11月初，洛川塬上的红苹果早
已悄然下了枝头，果园内，灌溉水管
铺到了每一棵果树根部，果枝上绿
叶依旧繁茂，诉说着这一季有过的
累累硕果。

苹果上太空，台下十年功。
“果树管得好，要根据果树的生

长需求抓好生产的每个环节。果树
管理要从这一季苹果摘下开始，这个
时候我们要撒果树的‘月子肥’，按需
施肥，以便下一季也能有个好收成。”
11月1日，洛川县槐柏镇洼里村果农
路红珍摘完了苹果，仍在果园内查看
果枝上枝芽、花芽的情况。

路红珍的果园属于华圣农业
“飞天苹果”种植基地。其 2019年
种植的矮化密植苹果树，经过几年
培育，已经到了盛果期。今年他的
6亩苹果套了10万袋，收获了4.5万
斤苹果，扣除本钱后，赚了 12 万
元。村上先后有 80多户果农的果
园被纳入基地。如今，洼里村“飞天
苹果”种植基地已经扩展到700亩，
盛产期的果园亩产达到 8000斤至
10000斤，亩均增收3万元。

果园增产、农民增收与延安华
圣现代农业集团有限公司息息相
关。该公司先后在洛川县、富县、宜

川县、宝塔区打造了 7个“飞天苹
果”种植基地，已经 9次将新鲜、绿
色、高品质的延安苹果带上太空。
目前，华圣农业“飞天苹果”种植基
地已达到1540余亩，今年苹果产量
达到 2000吨，产值 2000万元，辐射
带动果农195户。

据公司总经理田俊杰介绍，华
圣农业“飞天苹果”基地建设，在土
壤处理、苗木选育、过程管理、采收
标准等各环节严格按照航天标准要
求执行。在过程管理上，公司实施
有机栽培、开展生物防治，实行线上
线下结合、大数据追溯。线下围绕

采购基地设置镇级星火服务中心、村
级社会化服务站，配置三级技术服务
体系，全天候、零距离服务果农、管理
果园。

该公司坚持“五位一体”的全产业
链服务，即种苗服务到地、技术服务到
园、农资配送到户、苹果采收到点、金
融服务到家。目前，已发展产业社会
化服务站长963人，遍布苹果产业核心
优生区主要镇（乡）、村庄的963家服务
站点，为洛川县、富县、宜川县、延长
县、宝塔区、黄陵县、黄龙县、志丹县、
安塞区等近 30万果农提供精准化服
务，让好服务为果农带来好收益。

1 精细管理换来香甜味道

又香又甜的延安苹果，打动了
航天员的味蕾，也吸引着全国各地
喜好苹果的人们。高海拔、高光照、
高温差、无污染的气候环境，造就了
延安生产优质苹果的优良自然条
件，延安成为世界苹果最佳优生区、
中国及世界重要的苹果基地。2023
年，全市苹果总面积 332.8万亩，产
量 464.4万吨，今年预计产量达 499
万吨，面积、产量均居陕西省第一
位。种植规模约占世界 1/20、全国
1/10、陕西 1/3，是我国种植苹果面

积最大的地级市。
“迟一点摘，是想让苹果更香更

甜一点，以最新鲜的姿态走上全国人
民的餐桌。”11月5日，在子长市杨家
园则镇刘胡家沟村，果农魏宝林在自
家果园摘下一颗颗红彤彤的苹果，高
兴地说，“苹果给我带来了富裕，带来
了快乐，我觉得我很爱干这行。”霜降
已过，他家枝头的苹果多带了一份香
甜，果芯中沉淀了更多糖分，“冰糖
心”苹果直甜到人心头。

56岁的魏宝林 2017年承包下

300多亩地来种植果树，如今果树
已到盛果期，果园亩产 3000多斤，
一年能卖 100多万元，魏宝林对这
份收入很满意。前段时间，他家的
果园一直忙着卸苹果，附近40多位
妇女在果园内打工，每天会有 120
元的收入。她还邀请当地网红进果
园帮忙销售，一个北京的客户一下
就订了11箱苹果。“这个客户说，尝
过苹果就想多买一点，我也想让自
家的延安苹果香一香全国人民。”魏
宝林笑着说。

颗颗好苹果，富裕了延安人民
的日子。延安苹果已有 80多年的
发展历史。在洛川县，果树成为 20

多万果农发家致富的摇钱树。全市13
个县（市、区）全部为省级优质苹果基
地县，近 100万从业人员、80万农民从
事苹果产业。

好苹果不愁卖，我市落实苹果产
业后整理战略决策，让延安苹果基本
满足周年供应和“全程鲜”。截至目
前，全市建成4.0智能选果线105条，冷
（气）库贮藏能力达到170.1万吨，建成
了亚洲最大的冰温立体式气调库。配
置冷链车 115 辆，冷运能力 1856 吨/
次，借助线上线下便捷的销售渠道和
全链条冷藏保鲜技术，延安苹果一年
四季都可以以新鲜水果的状态让人们
大快朵颐。

2 产业后整理换来全年鲜美

果园里，苹果采收忙；果园外，
苹果运送忙。

在子长市杨家园则镇麻柴沟村
山上，子长市亚杰高效农业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运行的选果线上，黄澄
澄的维纳斯黄金苹果争先恐后地涌
进了工人的包装箱。“一斤卖到 20
元，这几年市场上供不应求。”该公
司负责人高刚高兴地说。

该公司流转了村上 525 亩土
地，种植维纳斯黄金、神富 6号、烟
富 8号、王林等 4个品种，今年红富
士产量六七十万斤销售了 200万
元；维纳斯黄金产量也在六七十万
斤，预计销售500万元左右。

几年前，第一届世界苹果大会
在延安召开，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
和地区的苹果专家和学者对延安苹
果连连竖起大拇指，赞不绝口，也有
专家遗憾，延安苹果要是再多几个
品种就好了。为此，我市努力与全
国多所科研院校合作，建成10个试
验站（院、所），在品种上，延安苹果
已经变得更加多滋多味。

2012年建成的洛川苹果试验
站，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组成多学科
专家团队30余人，开展科研及技术
培训、示范推广等工作。试验站首
席专家马锋旺说，通过试验示范普
及苹果抗逆品种和抗逆调控技术，

促使陕西苹果北扩了200公里。截
至目前，试验站已育成杂交后代 1
万余个。未来，苹果的品种改良离
不开苹果基因资源，这里无疑将是
苹果树资源的天然基因库。

试验站通过开展苹果品种选
优，选育适合当地发展、具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苹果优系品种，可保证基
地在优势品种更新换代过程中不断
档。如今，该站先后育出秦脆、秦
蜜、秦霞、秦帅、秦露、延长红等苹果
新品种 9个，秦脆等苹果新品种推
广 5万余亩。近年来，还建成了国
家级苹果科技创新中心，建成国家
级果种质资源圃 260亩，收集保存
苹果种质资源4000余份，建成国家
级苹果品种选种场，栽植了苹果优
系 700余份，建成世界苹果栽培技

术展示园 1000亩，为苹果育种提供了
基因库，展示了世界苹果栽培的新技
术、新模式。

延安苹果九上太空的好消息与
延安创建全国苹果高质量发展先行
区的机遇同行，也让更多为苹果奋斗
的干部信心满满。“目前，我们的中、
早熟苹果已顺畅销售完毕，晚熟苹果
正在加快销售和入库，预计今年产量
16.1万吨，产值 9.2亿元。”子长市果业
中心副主任贺涛说，他们将围绕省市
果业重点工作、重要工程、重点措施，
统筹政策措施，聚合资源要素，强力
推动苹果产业高质
量发展，让更多人
因苹果而富裕，因
苹果而生活得更加
幸福美好。

3 品种培育换来多滋多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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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技专家给大棚种植户教授防冻措施


